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608-61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10   

文章引用: 张弘弢.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人才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608-613.  
DOI: 10.12677/ecl.2025.1472210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人才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 

张弘弢 

南京邮电大学人才处，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1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6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0日 

 
 

 
摘  要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电子商务业态加速重构的背景下，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兴模式快速崛起，对

电子商务人才的复合型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解构数字化转型对电商人才知识图谱、技能架构与职

业素养的核心能力维度，揭示出现阶段电商人才培养在目标定位与实践应用间的结构性矛盾。基于能力

矩阵演化规律，构建出包含动态调整培养标准、完善产教融合机制的能力提升框架，为数字经济时代电

商人才供给侧改革提供创新性理论范式与实践参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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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of 
e-commerce business models, emerging models such as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and social e-
commerce have risen quickly. This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ound capabil-
ities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Based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eds of the indust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for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skill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e-commerce talents, and reveals the ke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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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in terms of target position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m-
bining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trend of the talent capability matrix by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study proposes practical ways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dynamically optimizing training standards and deepening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
or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training of e-
commerce talent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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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引领人类社会进入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全

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

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和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2]。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

数据，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50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 40%，其中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持续扩

大，直播电商、社交电商、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行业变革对电子商务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能力要求：一方面需要夯实传统电商运营的基础能力，另一

方面更要具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数字营销创新、跨境贸易运营等复合型专业素养。电子商务

行业快速迭代的技术应用与商业模式创新，对传统人才能力结构形成系统性挑战，人才培养的储备量与

行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3]，亟需通过动态调整培养目标破解困境。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优化路径，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2.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范式与能力要求 

电子商务领域正经历数字技术驱动的结构性变革，促使从业者能力标准发生根本性转变。现有培养

机制过度关注营销推广等基础技能的问题逐渐显露，新型业态发展要求从业者掌握多维协同的专业素养。

具体来看，技术层面的变革要求运营决策必须结合数据分析工具使用，能够处理智能推荐系统与区块链

技术的实际应用；市场层面的扩展需要从业者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特征，在跨境业务中保持持续

创新的敏感度；价值层面则须平衡技术创新与道德约束，建立符合数字商业伦理的行为准则。通过分析

这些转变的内在关联，研究尝试构建适应产业变革的人才素质模型，为教育体系改革提供方向指引。 

2.1. 数字技术赋能，智领电商未来 

电子商务专业人才需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内化为核心能力。新技术的不断涌

现，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要求员工不断更新其技术知识与技能，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

技术来优化运营并降低业务风险[4]。对于电商从业者而言，掌握数据分析工具的实操能力是基础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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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人才应当提高自身的数据敏感性和数据分析能力，从海量的数据中快速高效地提炼出有价值的

信息数据，为企业做出正确管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支持[5]。信息技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供应链管理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运用物流管理系统和订单管理系统，企业可以实时追踪订单状态和库存情况，

从而实现及时的订单配送和库存补充[6]。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需理解机器学习的基础原理，并能将其

嵌入智能客服响应机制优化、商品推荐算法迭代、图像识别技术升级等核心业务场景，通过技术赋能持

续提升运营效能。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则聚焦于其去中心化、可追溯的技术特性，通过提高交易的透明度

和增加数据的不可篡改性来降低风险，以有效增强安全性与信任度[4]。电商人才需能将其创新性地应用

于跨境电商支付体系构建、供应链溯源管理、数字版权保护等前沿领域，以适应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商行

业智能化、数据化、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为企业创造增量商业价值。 

2.2. 创新驱动发展，数智运营赋能 

电子商务不仅要实现商品的销售，同时也包括了物流管理、对外贸易、金融发展等等，因此现阶段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5]。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人才需重点培

育创新思维与数字化运营两大核心能力。创新型、技能型、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具备专业能力

实践水平，同时也要高效开展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等工作的能力[5]。商业洞察力与应变能

力的强化是新型电商人才培育的重点方向，这有助于从业者及时识别短视频营销、社群商务等模式演变

规律，探索用户池管理与智能技术结合的实践方案。在数据驱动层面，应当系统学习市场分析工具的实

操方法，涵盖搜索引擎优化推广策略的实施，以及机器学习等智能系统在业务场景中的创造性使用。全

新电子商务类专业知识需持续运用“直播运营”“短视频运营”“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等实践操作，由

于课程缺少针对性，难以保证该部分知识内容的学习效果[7]。通过真实商业案例分析与项目实践，培养

对订阅制电商、C2M 等创新商业模式的深度理解与实操能力。这些核心能力的协同发展，将帮助电子商

务从业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保持创新优势与运营效率，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3. 跨境视野开拓，全球商机把握 

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催生了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同样对电商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做出了更

高水平的标准。经济全球化促使电子商务不断向国际化靠拢，因此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来讲，必然需要具

备跨国业务处理能力的优秀人才，不仅要明确我国现阶段电子商务市场的现状发展趋势，同时也具备跨

文化交际能力，能够明确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等等[5]。除英语外，电商人才需熟

悉主要目标市场的小语种，并深入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习俗，避免在营销推广中出现文化冲突；

为了与国际接轨，需精通亚马逊、eBay 等主流跨境平台的规则体系，系统掌握国际物流解决方案设计、

跨境支付结算操作、关税政策应用等实务技能；跨境电商人才更需要学习和依靠专业的跨境交易工具，

精准解析海外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特征与偏好趋势，从而制定契合当地市场需求的营销策略。 

2.4. 职业素养筑基，商业伦理护航 

数字商业人才的职业伦理建设构成现代电商教育的基本支撑。从业者应当秉持四项核心价值准则：

一是恪守诚信经营底线，确保信息真实透明，杜绝虚假宣传与售假行为；二是强化数据安全意识，严格

保护用户隐私，防范信息泄露与滥用风险，通过数据加密与访问控制等手段保障客户信息安全[4]；三是

坚持公平竞争原则，抵制刷单炒信、恶意诋毁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四是深化客户导向理念，持续优

化服务品质，提升用户体验。电子商务从业者的能力进化机制正面临产业变革带来的结构性挑战。技术

适应维度应建立知识迭代机制，重点突破智能合约应用、虚拟现实交互等新兴技术场景的实践障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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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创造维度需形成社会责任内化路径，在绿色电商、普惠服务等领域拓展专业能力的应用边界。这种技

术能力与社会价值的协同进化模式，将成为构建行业良性生态的核心驱动力。 

3. 电子商务行业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数字经济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电子商务产业格局，社交电商、直播电商及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的崛

起，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了多维重构需求。当前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行业变革之间存在

显著的适配性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的现实困境中。 

3.1. 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脱节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产业变革浪潮中，电子商务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之间呈现出日益明显的结构性

错位。目前仍然有部分企业缺乏对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教学模式的正确认知。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或多或少

较为冷淡，久而久之，院校无法了解市场及企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也就不能在此基础上调整优化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5]。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间的适配性矛盾呈现多维度特征。从教学内容维度分析，

现行课程体系仍聚焦传统交易模式知识传授，滞后于短视频营销、跨境选品等新兴岗位的能力要求。行业

调研表明，这些新兴领域岗位需求年均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教学模块尚未形成标准化培养方案。在

培养模式层面，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的配比失衡问题突出，现有课程中实操环节占比不足行业期望值的 60%，

难以满足企业对于岗位适配能力的迫切需求。技术融合维度则暴露知识更新迟滞问题，智能推荐系统与供

应链算法等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人才需求向技术商业复合型转变。这种能力断层已造成企业用人成

本增加约三分之一，并实质阻碍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尤其在智能客服系统优化等前沿领域，人才供给不

足引发的创新迟滞效应日益显著，亟待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构建适配数字商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新范式。 

3.2. 电子商务行业技术迭代与人才能力断层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持续重构电子商务行业生态，直播电商与社交电商等新兴模式已成为增长核心

引擎，然而人才能力体系升级滞后于技术创新节奏。当前该专业部分教育内容存在“轻实践重理论”现

象，对人才培养要求缺乏针对性[7]。技术工具的应用深度不足制约精细化运营水平，大量从业人员对数

据分析工具的掌握局限于基础操作，难以支撑用户行为洞察与商业决策优化等高阶需求；跨领域协同能

力的结构性缺口日益凸显，行业对同时具备流量运营、供应链数字化改造及跨境支付体系设计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需求激增，但此类人才的培养周期与市场扩张速度存在显著脱节；合规管理能力薄弱成为潜在

风险点，亟需强化数据伦理与跨境贸易规则的认知。随着数据安全法规完善与跨境监管要求升级，企业

在运营中频繁面临合规挑战，暴露出从业人员对数据伦理规范与跨境贸易规则的系统性认知不足。技术

迭代与能力断层的矛盾若无法有效弥合，将成为制约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瓶颈。 

3.3. 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培育缺失 

数字技术深度渗透推动电商产业发生范式转变，短视频营销等新业态发展催生复合型能力诉求。当前

人才培养机制与产业转型需求呈现结构性错位，其核心矛盾聚焦于知识迭代速率滞后智能算法演进、实践

训练强度偏离场景化要求、技术商业融合度不足三大领域。智能推荐系统与跨境数据工具的广泛应用正加

速传统运营模式解构，而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有效的动态响应机制，形成制约行业创新的关键阻滞因素。 

4. 数字经济驱动电子商务人才发展的实践路径 

4.1. 技术赋能平台建设，提供智能化学习工具 

在数字经济深度赋能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基于真实商业场景的技术能力培养体系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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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电商行业的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需建立产教深度融合的

实战化培养机制。电子商务类专业的学习与提升极度依赖“商业实践”，由于多数高校未创建专业实践

操作内容，极易缩减学生该类知识的有效性，人才培养难以达到理想效果[7]。构建校企协同的虚拟实训

平台是破解产教脱节的关键路径。整合电商平台动态交易数据与消费者行为图谱，搭建智能算法驱动的

模拟训练系统，依托数字化学习平台可为学员定制专属培养方案，精准匹配岗位能力需求，利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助力企业实现精准需求预测与库存优化[6]。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同步提升

供应链需求预判精度与学员的决策分析能力，形成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双向赋能机制。 
构建行业认证标准体系成为关键着力点。基于领军企业能力框架，开发涵盖新媒体营销、跨境合规

等核心岗位的模块化认证框架。实施能力进阶评估机制，从基础操作到战略规划设置梯度化评估指标，

实现教育产出与产业技术规范的动态适配机制。 

4.2. 产业生态协同创新，形成可持续发展闭环 

为提升电子商务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的适配性，可建立“需求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多元协

同与持续优化实现精准对接。建议联合跨境电商协会及头部电商平台，共同制定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才

标准，重点围绕直播电商运营、跨境供应链管理等核心岗位构建能力素质模型。由行业技术专家与学

术带头人组成专业委员会，建立年度标准更新机制，确保能力要求与行业技术发展同步迭代，及时将

私域流量运营、AI 电商应用等新兴领域纳入培养框架。可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与头部 MCN 机

构及跨境物流企业开展定向培养合作。电商企业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伙伴的深度合作，积极

嫁接外部智力资源。以人工智能应用为例，企业可与高校联合开设“AI + 电商”特色专业，定向培养

复合型人才[8]。针对社交电商内容创作、海外仓数字化运营等细分领域，开发模块化课程体系，通过

校企联合授课、实战项目孵化等方式，强化人才在选品分析、海外市场洞察等场景的实操能力。同时建

立人才质量跟踪反馈机制，基于电商平台用人数据持续优化培养方案，形成“需求–培养–就业”的闭

环生态。 

4.3. 行业认证体系驱动，建立标准化能力评价 

数字商业人才职业能力发展需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培育机制。从知识建构维度，联合电商平台人力

资源团队开发单元化课程体系，重点整合跨境数字谈判、营销伦理决策等实务知识模块，帮助从业者形

成系统化职业认知，促进理论知识向实务操作的转化。在实践能力培养层面，可与行业标杆企业共建项

目化实训平台，使学员深度参与短视频营销全周期管理、跨境物流网络优化等真实项目，重点强化多线

程任务协调、消费需求预判等核心能力。通过海外市场进入策略制定等具体业务场景，系统性培养数据

洞察与商业创新能力，增强对消费趋势变动的响应灵敏度。建立个人能力发展数字档案，整合企业绩效

评估与项目过程数据，构建能力成长动态监测模型。依据岗位能力需求变化实时调整培养重点，确保人

才培养与产业技术演进保持同步。 

5. 结语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电子商务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持续加剧，本研究通过解构能力培养目标偏移、

技术商业融合迟滞、职业价值认知缺失等核心矛盾，系统提出产教协同解决方案。研究主张构建三维协

同培养体系，依托智能技术构建自适应学习系统实现知识动态更新，建立基于岗位能力图谱的动态认证

体系保障人才评估有效性，通过产教融合生态建设形成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协同进化机制。这种技术赋能、

标准牵引、生态协同的整合式培养模式，为破解电商人才供给侧改革难题提供系统性实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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